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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科技的本质是“金融 + 科技”，发

展金融科技通常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传统金融行业

运用科技实力发展自身业务，推动数字化转型；另

一种是科技企业凭借自身优势拓展金融业务。其中，

广泛推进金融行业加大对金融科技的投入并推动数

字化转型，已经成为各国发展金融科技的重要发展

方向。整体来看，各国金融机构在加快发展金融科

技的同时，也在宏观层面、运营层面以及基础层面

面临着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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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全球金融科技的发展背景

全球金融科技发展规模正处于持续扩张时期。

一方面，金融业属于信息密集型行业，其本身具有

庞大的市场规模；另一方面，受市场需求影响，传

统金融服务供给已不能满足持续增大的数字化、智

能化金融需求，金融业纷纷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同

时，金融科技的发展潜力也受到投资者认可，使得

金融科技投融资在资本市场中备受青睐。

（一）金融科技应用需求持续提升
1. 国家战略要求金融科技加速发展

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给全球各国生产生活带

来重大影响，但也为数字化和非接触经济发展带

来新的发展契机。据《数字化转型，从战略到执行》

报告统计，全球超过 170 个国家发布国家层面的

金融科技及数字化战略。其中，在行业数字化层

面，金融业因其信息密集型的性质通常被当做数

字化落地的第一梯队，扮演着数字化转型“领头

羊”的角色。以人工智能（AI）为例，在过去 3

年中，占全球 GDP90% 的 60 个国家和地区制定

了人工智能政策和战略，使用 AI 助力金融业数

字化转型、实现智能化运营已成为各国共同的战

略目标。

2. 行业趋势推动金融科技发展

全球重要大型银行均加大了对金融科技的投

入。数据显示，2019 年法国巴黎银行的科技投入

占其利润的 90.56%，摩根大通对科技投入占其净

利润的 81.2%，美国银行、花旗银行、道富银行对

科技的投入占其净利润的 30% ～ 60%。从结果导

向看，在 2017—2020 年间，瑞银年均净利润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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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0.87%，摩根士丹利年均净利润增长 27.64%，德

意志银行虽然在 2019 年净利润为负，但 2019—

2020 年年均在科技方面投资 30 亿欧元，并实现了

2020 年净利润由负转正的目标，显示出银行大力发

展金融科技所带来的积极效应。

3. 客户需求驱动金融科技发展

后疫情时代，用户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逐步转向

数字化、定制化，银行业面临着规模化的金融体系

与灵活化的用户需求的矛盾。这一矛盾使得大力发

展金融科技成为各国金融业更好发展的“必选项”。

大力发展金融科技有以下几方面意义。一是满足“了

解客户需求”的前置条件，以此推动各金融机构数

字化转型方向。二是契合“快速响应用户需求”的

服务发展方向，通过搭建数字化的组织框架，促使

产品创设敏捷化，满足不同类型用户的金融需求。

三是达到“客户认可”的最高标准，形成金融科技

发展的良性循环。

（二）金融行业数字化基础相对完善
金融业作为信息密集型行业，通常是作为国家

数字化转型的“排头兵”。大力推动金融业的数字化，

不仅可以创新业务模式，而且可以带来潜在的经济

价值。通常来讲，金融、IT 等信息密集型行业有良

好的转型基础，加上金融领域电子化程度较为领先，

其数字渗透率会高于传统工业与服务等领域，对于

数字化转型会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数字化转型，

从战略到执行》报告显示，在 2016—2025 年期间，

金融数字化的潜在价值为 3.3 万亿美元。其中，业

务收入约提升 8% ～ 11%，优化成本结构约提升

25% ～ 35%。

此外，金融业在过去电子化及互联网化转型

过程中积累了经验以及制定了相对完善的人才体

系。以我国的两次银行运营方式转变为例。我国在

1984—2003 年经历了从原始银行到电子化银行自上

而下的电算化，在 2003—2014 年经历了从电子银

行至互联网银行自下而上的金融业务互联网化，为

当前银行的数字化进程积累了转型经验。目前，全

球重要银行虽然数字化程度不同，但在发展的过程

中均有完善的人才、技术体系支撑金融业从传统向

电算化、互联网化过渡，为未来金融业数字化转型

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全球金融科技投融资增长强劲
金融行业数字化转型的巨大潜力同样反映在全

球对金融科技投融资规模上。根据零壹智库数据统

计，2021 年金融科技融资额较 2020 年有大幅上升，

其中第三季度融资数量为 755 笔，同比增长 70.8%。

此外，毕马威的数据显示，2021 年金融科技投资数

量及金额均显著上涨，2021 年上半年的金融科技投

资金额就已经达到了 2020 年的 78.4%。金融科技

投资金额的显著扩大不仅说明了金融行业自身的数

字化转型需求，也说明市场及投资人对金融行业发

展金融科技推动数字化转型带来的潜在机遇持乐观

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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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全球金融科技发展现状

促进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已深入人心，金融

业作为信息密集型行业，有着数字化的比较优势，

也有相对丰富的技术基础和完善的人才储备；但全

球金融科技的发展依然在不同层面面临着挑战，主

要体现在宏观层面、运营层面和基础层面。

（一）宏观层面：不同地区的“数字化

鸿沟”仍然存在
“数字化鸿沟”是指各地区发展金融科技推动

数字化转型的基础存在差异。在宏观层面来看，全

球金融科技发展的“数字化鸿沟”表现在发展方式

不同、投融资规模不同和基础设施存在差异。

从金融科技的发展方式来看，世界各国在发展

金融科技的进程中逐步形成了三种模式：以技术驱

动为代表的“美国模式”、以市场为代表的“中国

模式”和以规则为代表的“英国模式”。这三个国

家也因自身优势跻身全球金融科技第一梯队。根据

《2020 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报告》，在第一梯队的

全球中心城市中，内部成员国的金融科技量化值差

距较大（平均值相差 3.5 分），呈现出相对稳定的格

局。第二梯队的区域中心城市整体呈现长尾分布，

内部成员国的金融科技量化值差距较小（平均值相

差 0.7 分），由此造成了第二梯队成员国变化较大，

由 2019 年的 23 个上升至 32 个。第三梯队的非洲、

南美洲、中亚等地区的区域金融科技中心城市数量

维持在较低水平，这些城市和地区既不具备巨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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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规模，也不具备良好的技术能力和完善的发展

规则，只能借鉴目前成熟城市的金融科技发展经验，

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金融业数字化转型模式。

除了发展方式存在差异外，不同梯队国家的投

融资也出现了很大不同。从投融资的最终目的地来

看，虽然全球投融资项目增长强劲，但金融科技投

资目的地出现较大分化，主要集中在第一梯队的美

欧地区。美国依然为全球金融科技投资的首选目的

地，占据了 2021 年上半年近半数的金融科技投资

项目。反之，亚太地区的金融科技投资项目依然维

持在相对较低水平。

从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来看，报告显示，欧美国

家维持在每百人固网比例和移动网络比例中的领先

地位。其中，美洲国家在每百人移动网络用户数方

面最高，达到了 99.1，欧洲国家以 97.4 的比例位列

第二。独联体国家、亚太国家、阿拉伯国家分别为

86.5、75.4、62.0，非洲国家仍然最低，该比例为

32.1。同样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网络用户

比例也存在着巨大差距。2019 年，发达国家每百人

固网用户数、每百人活跃移动网络用户数为 33.2 和

123.9，发展中国家每百人固网用户数、每百人活跃

移动网络用户数为 11.1 和 64.3。

（二）行业层面：金融行业内部数字化

转型基础不同
数字化转型虽已经成为金融业向好发展的共

识，但由于金融机构对数字化转型的认知不同、数

字化发展的基础不同、数字化系统建设的能力不同，

造成了金融机构数字化进程出现差异。

第一，各金融机构对数字转型的认知不同。

数字化转型较好的金融机构通常能够结合业务规

划、信息化基础等既有条件制定匹配的数字化转

型战略规划。但也有一些金融机构特别是中小型

金融机构对于数字化转型还停留在模糊认知阶段，

对数字化转型的战略规划通常是单纯地复制其他

转型成功机构的数字化模式，没有同自身业务发

展现状及特点相结合，因此，造成多数机构未达

到数字化转型预期。

第二，各金融机构创造应用场景的能力不同。

数字化转型的方式是构造匹配的应用场景并以科

技作为工具提供更好的数字化服务，但由于各金

融机构间数字基础设施的完善度不同、数据收集

分析能力不足等原因，造成其并没有建立大量成

熟的应用场景，无法拥有充足的数据进行分析及

创新服务。

第三，不同金融机构数字化系统建设的能力存

在差异。受限于资金、人才等因素，中小金融机构

无法像大型金融机构一样投入大量资源，系统搭建

只能以特定、零散的业务为主，难以形成体系化的

技术及运营架构。

（三）微观层面：场景化的数据资源脱

离传统金融体系
金融业是信息密集型行业，掌握着海量的金融

交易数据，这是传统金融业务发展的基础。以银行

为例，交易数据通常是被当作银行发展借贷业务的

基础；但如今随着金融科技的发展，数据集合的广

度以及数据分析的深度不断加大，金融借贷业务的

数据分析不止局限于往期的资金交易数据，还通常

与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等联系在一起，通过人工智

能等先进手段，用相关关系分析取代传统的线性关

系分析，综合判断用户的贷款资质和贷款能力。

在新型金融业务的创新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在

数据源的获取还是数据流的分析使用方面，传统金

融机构都存在着一定不足。从数据源的获取来看，

银行的业务方向是资金融通，对电子商务、社交平

台等领域的数据获取天然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

而在对数据流的使用方面，银行的可用数据流多为

历史金融交易相关数据，缺乏海量的数据资源也给

银行业发展智能化的金融业务造成了阻碍。

三、全球金融科技的未来展望

全球金融科技正经历快速扩张阶段，抢占全球

金融科技高地成为当下时期的主题。当未来金融科

技规模增长速度放缓后，重视金融科技发展质量，

实现均衡发展有望成为下一阶段的主旋律。因此，

可能会出现以下三趋势：金融行业间数字化鸿沟逐

步缩小、科技助力金融机构运营智能化、金融机构

与科技公司的并购促进数字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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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金融行业间数字化鸿沟逐步缩小
从各国数字化战略、构建金融科技市场新格局

的角度来看，数字化转型较为成功的金融机构有充

分的动机主动作为，输出数字化理念及经验，推动

中小金融机构的数字化进程，缩小金融行业间数字

化鸿沟。一是因为各国数字化战略离不开金融科技

的“排头兵”角色。二是输出数字化转型模式既有

可能作为一项新发展业务，也有助于形成行业发展

的良性循环，激励大型机构不断创新。三是为金融

业共同创造更多潜在的应用场景提供了可能，有助

于提高金融业综合服务水平。 

中小金融机构往往存在着高质量服务客户难、

高质量强化风控难、高质量升级管理难、高质量配

置资产难等问题，数字化程度较高的大型金融机构

在技术、资源、产品等方面都可以对中小金融机构

进行数字化赋能。一是大型金融机构以其积累的管

理和技术赋能中小金融机构，助力中小金融机构朝

着规范化、数字化方向发展。二是金融机构间的产

品服务存在着相对较高的契合度，大型金融机构可

以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成熟的产品运营模式以及管

理架构。三是大型金融机构通过其成熟的科技发展

水平可以为中小金融机构提供信息安全保障。

（二）科技助力金融机构运营智能化
过去三年，世界各国已经将发展人工智能视为

塑造人类未来的重要方式，也是世界各政治团体政

策议程的首要议题。当前，占全球 GDP90% 的国家

和地区都制定了人工智能战略，这一趋势在未来还

会继续加强。

一是因为金融业的资金规模不断扩大。传统的

资金管理是通过储存大量资金来应对流动性风险，

降低了资金的利用效率。通过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

析，建立智能资产负债表不仅可以提高资金利用效

率，还可以为管理者提供决策支持。二是智能化可

以将传统的线下条件审查转变为线上审核，很大程

度上降低了业务成本。三是智能化推进联合风控网

络的形成。共享智能技术的不断升级迭代为金融生

态共同组建安全风控网络提供了契机，通过联合不

同的风险类型实现多方“共建模型、共同决策、共

防风险”。

（三）金融机构与科技公司的并购促进

数字化转型
随着科技实力的不断发展，传统金融业同科

技行业的业务界限正变得越来越模糊。根据国际清

算银行分析，大型科技公司的金融业务收入占比

超过 10%，并且科技公司在金融领域的业务呈现

着加速布局的态势。由于从事金融业务的科技公司

有着自身的比较优势如场景化的数据资源较多、与

B/C 端客户的黏性较大，呈现不断跨越服务边界的

趋势，同时希望获取金融牌照。而金融机构则希望

增强自身数字化能力，在新的细分市场领域占有一

席之地，二者都在朝着“金融 + 科技”的方向发展。

科技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并购活动有望成为下一阶

段的主旋律。

参考文献：

[1] 韩晓宇、邓宇 .数字化驱动供应链金融升级 [J]. 中国

金融，2020（7）：55-57

[2] 胡苏迪、蒋伏心 .科技金融理论研究的进展及其政策

含义 [J]. 科技与经济，2012，25（3）：61-65

[3] 皮天雷、刘垚森、吴鸿燕 .金融科技 :内涵、逻辑与

风险监管 [J]. 财经科学，2018（9）：16-25

[4] 邵平 .产业金融数字化的新机遇 [J]. 中国金融，2020

（8）：58-59

[5] 王诗卉、谢绚丽 .经济压力还是社会压力：数字金融

发展与商业银行数字化创新 [J]. 经济学家，2021（1）：100-

108

[6] 谢治春、赵兴庐、刘媛 . 金融科技发展与商业银行的

数字化战略转型 [J]. 中国软科学，2018（8）：184-192

[7] 杨望、徐慧琳、谭小芬、薛翔宇 .金融科技与商业银

行效率——基于DEA-Malmquist 模型的实证研究 [J]. 国际金

融研究，2020（7）：56-65

[8] 尹应凯、彭兴越 .数字化基础、金融科技与经济发展

[J]. 学术论坛，2020，43（2）：109-119

[9] 张德茂、蒋亮 .金融科技在传统商业银行转型中的赋

能作用与路径 [J]. 西南金融，2018（11）：13-19

[10] 赵丹丹 .国内外领先银行数字化转型的实践与启示

[J]. 新金融，2021（10）：15-20

（责任编辑：冯天真）


